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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州出发，经过近 10个小时的车程，
便到了伏牛山深处的淅川县荆紫关镇。荆
紫关镇的主街道沿山体蜿蜒，百货店、日杂
店、乡村汽车站、小饭店、小旅馆林立街道两
旁，和中原地区的大多街道一样没什么区别。

由于荆紫关古街道留存下来的多是清
代建筑，所以被称为清街，和荆紫关镇现在
的主街道新街相对应，荆紫关清街又被当
地居民习惯性地称为“老街”。清街长 5
华里，分为北、中、南三段，主色调是黑灰
色的，青色的墙，黑色的瓦，斑斑驳驳的

黑色铺板门，把整个街道装扮的古色古
香，且有些沧桑。

8月28日早上10时，清街的北街还是一
片静谧，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几个
店幌在迎风飘扬。从店幌和招牌来看，清街
上的店铺并不多，铺板门也大多没有抽开。
中街的路面正在施工改造，一辆挖掘机和数
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据荆紫关镇宣传干
事卢鹏说，正在施工的是清街的雨水、污水
和供水工程，共投资了 860 万元，到 10 月份
才能完工。

卢鹏说，目前荆紫关清街共有店铺700余
间，但经营着的店铺并不多，目前多以居住为
主。漫步在清街的中街和南街，经营着的店铺
比北街还要少，一位经营红军鞋（草鞋）的刘女
士说，由于游客来得很少，她的生意也很一般，
每天能卖个三五双已经不错了。

60多岁的黄建中在清街上开了一家服装
店，按照他的话说：“我的服装店经常一天还卖
不了一件衣服，但年龄大了，没打算挣什么钱，只
当守着自己的老屋有个事做，否则早把服装店
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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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江南古镇来说，中原古镇的开
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保护和开发，如
何突出中原古镇特色，如何保持古镇的
持续繁荣？开封朱仙镇、禹州神垕镇和
社旗赊店镇与淅川荆紫关镇面临着同样
的难题。

郑州大学旅游规划中心主任龚绍方认
为，中原古镇的旅游开发，首先要摆正小城
镇建设和古镇发展的关系，中原古镇的开
发不能急功近利，古街道、古宅院、古产业
是开发古镇的核心。在开发过程中，还要
科学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在开发中要
保持好文物的原真性、独有性，切忌进入

“毁了真文物，造出假古董”的误区。
龚绍方还称，中原古镇的旅游开发，还

应把握资源定位、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目
标定位等，围绕着中原风情古镇资源群开
发出观光、体验和休闲旅游系列产品，配套
接待服务产品，打造一个完善的旅游服务
产业集群，从而使一些古镇从原来的过境
游发展成深度游，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目

的地。
河 南 大

学历史文化
学院旅游规
划中心主任
刘坤太主持
了荆紫关古
镇的开发规
划，他认为，
在中原古镇
的开发中，必
须要有强烈
的差异化意
识，我省的古
镇与南方和

少数民族地区的古镇有很大差别，但与北
方地区的古镇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直接
照搬别处的开发形式，必然会成为不伦不
类的复制品。因此在开发中原古镇时，必
须认清本地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如合理区
分商业古镇、军事古镇、手工业古镇、交通
古镇、民俗文化古镇以及建筑文化古镇。
另外，在古镇开发中，要保留历史的沧桑。
古镇之所以能够吸引游客，是因为这里能
让游客感受历史，所以古镇开发最忌讳大
拆大建，只有保留住沧桑感，才会留住古镇
的文化之根。

一个中原古镇的复兴梦想一个中原古镇的复兴梦想

古码头、古建筑、古街道，一切古色古香，仿佛置身于明清盛世；古雕刻、古壁画、古彩绘，一切形象逼
真，好像时间在这里凝固……到过位于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淅川县荆紫关清街的游客，大多会留
下这样的印象。明清时，荆紫关的商业极度繁荣。但如今，由于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的高度发展，以水
运为基础的荆紫关清街已经繁荣不再，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清。为了焕发荆紫关清街青春，当地政府已开
始采取一系列的“复兴”计划。但有着“北方13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古街道”美誉的荆紫关清街如何开发才
能像江南古镇一样吸引来大批游客？在旅游开发时兴的今天，怎样才能保住清街的古味，让古街获得持
续性繁荣？这一系列问题仍是当地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省的开封朱仙镇、禹州神垕镇、社旗赊
店镇等中原古镇共同面临的难题。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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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紫关的得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公元前304年，楚王派太子荆来此镇守，于是
此地就叫“荆子口”。明朝中叶，改“荆子口”
为“荆子堡”。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盛开着紫
色的荆花，清初，当地人又把“荆子堡”改为

“荆紫关”。
说起荆紫关的历史，从出生起就居住在

清街的 70岁老人陈景山自豪地说：“荆紫关
在明清时商业发达着呢，街道上整天都是熙
熙攘攘的人流。到我10多岁时，这条街上还
整天是人山人海的，还有着‘小上海’的美
称。”

“荆紫关的生意之所以兴隆，主要是因
为古代的丹江河的航运比较发达。”陈景山
说，“我小的时候，丹江河的水很大，这里便
成了方圆百里的货运集散地，在这条街上全
国各地的生意人都有，北方的货物从此处可
以顺丹江、长江转运到武汉等南方城市，而
南方的食盐等物品也可以经荆紫关转运到

北方各地。每天在荆紫关码头上停靠的船
只都有百艘以上。”

卢鹏说，由于在古代的荆紫关做生意的
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所以荆紫关清街上的建
筑也呈现出南北交融、南北共存的风格。既
有陕西、山西、河南等北方建筑，又有江苏、
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建筑。

在陈景山的记忆中，原来的荆紫关古建
筑比现在规模还要大一些。陈景山说：“除5
里长街，沿丹江河岸，还形成了长约2华里的
河街，在这条河街上，专门为船工、客商服务
的客店、酒楼一家挨一家。河街昼夜都有很
多商船靠岸。当时的荆紫关镇有三大公司、
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二十四家大商
号。根据荆紫关商业的需要，武汉电报总局
还在荆紫关设立了电报支局。”

如今，站在码头上，却再也看不到滔滔
的丹江水了。数里宽的河床大多裸露着，
蜿蜒流淌的河水，时而细如小溪，时而会聚

成几米宽的水面，但都不过半米深，再也无
法承载船只。

“荆紫关的衰落从京广铁路修通后就
开始有了苗头。”卢鹏说，随着铁路和公路
的修建，水路运输逐渐被取代，荆紫关车水
马龙的景象也随之渐渐消逝。漫步在荆紫
关清街，已看不到几家特色饮食、特色商品，
也没有什么特色文化活动。正在自家店铺
前编竹篮的黄先生说：“由于市场萧条，人气
不旺，游人来了转一圈就拔腿走了。”

陈景山老人说，荆紫关留不住游客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
由于老百姓还没有完全意
识到这些古建筑的巨大文
化价值和旅游价值，在对
一些建筑的修复过程中，没
有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
行，破坏了整个街道的景
观。

当同里、乌镇、西塘、周庄等一个个江南
古镇开始焕发生机的时候，荆紫关也在寻
求着自己的新生：2001 年，荆紫关古建筑
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当
地政府就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荆紫
关清街如何开发和保护，才能吸引来大
量的游客。

要开发古镇旅游，首先要把古镇保护
好。 2002 年，荆紫关镇聘请河南大学专
家对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进行认真
细致地编制，制定了《清代一条街修复
详规》等保护性开发规划。

镇里先后投资900万元，对山陕会馆、陈
家大院等处进行修复，新修封火墙 37道，修
复门面房 100多间。沿街安装了古灯具、摆
放了仿古花盆，沿街门面房进行重新整修，

插上了店幌，以保持清街风貌。
在不止一次召开的研讨会和论证会上，

有专家指出，古镇的保护应该不同于其他文
物和古迹遗址，古镇需要有旺盛的人气才能
够长期发展下去，保护和利用古镇，也必须
让古镇真正活泼起来。

为了恢复清街的“人气”，镇里想了很
多办法。为鼓励商户到清街经营，当地
镇政府决定，在清街上经营的店铺免除
包 括 工 商 管 理 费 、税 收 在 内 的 一 切 费
用。卢鹏说，镇里现在制定了更进一步
的措施，如果在清街上经营门店，不仅免
去一切费用，每月还可以从镇政府领到
每店千元左右的补贴。

清街的整体开发和经营工作也在进行
中，不久之后，清街将被改成步行街，一切

车辆将不得入内，为游客服务的电瓶车也
已与厂家签订了订购合同，目前正在制造
过程中。

“镇里目前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由于北
街古镇风貌保持最好，所以准备先把北街做
起来，让在这里经营的商户赚到利润，然后
带动中街和南街发展。”卢鹏说。

然而，荆紫关位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
交界之地，离武汉、郑州、西安等大城市都较
远，从郑州到荆紫关就需要近10个小时的车
程。卢鹏说，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荆紫关镇
目前正在修建一条通往西峡县沪陕高速附
近的公路，原来到高速需要 3个小时的车程
将可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为方便三省游客
来荆紫关旅游，荆紫关镇三省汽车站也已经
建设完成，近日就可投入使用。

古镇突围
中原名镇要靠文化特

色复兴

走进伏牛山深处的清街

昔日小镇堪称“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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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巨资改造的清街雨
水、污水和供水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


